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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迎接中国考古百年 专家学者研讨聚焦仰韶文化传播

发布时间：2020-11-12 文章出处：中国新闻网 作者：孙自法

　　“双槐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三重大型环壕城址，引出的新认识无异于是说仰韶文化中期已经开

始迈入文明门槛。”

　　“仰韶时代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

仰韶文化考古发现与传播研讨会在三门峡市举办。　孙自法　摄

　　“陕西蓝田新街、杨官寨等遗址体现出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分工的明确化。”

　　“山西离石德岗遗址出土遗存组合丰富且明确，在仰韶中期遗址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第四次考古发掘填补了仰韶村遗址近百年来多学科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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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博物馆特色外观造型。　孙自法 摄

　　为迎接2021年仰韶遗址发现百年和中国考古百年诞辰，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

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以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学

者代表，近日在仰韶文化和中国考古学发祥地所在的三门峡市相聚一堂，参观考察仰韶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进展，研讨交流仰韶文化考古发现与传播。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仁湘指出，河南

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超大型聚落遗址，发现仰韶文化三重大型环壕城

址，出土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由新发现引出的新认识，无异于重返仰韶文化时期的

“中原中心”论，无异于是说仰韶文化中期已经开始迈入文明门槛。“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还不能

说仰韶文化再不会有更重大的发现了，以为最重要的中心城邑已经找到了。新的发现，仍然可以期

待”。

通过仰韶文化影响力，当地酒厂“近水楼台”推出彩陶窖藏酒类产品。　孙自法 摄

　　他表示，考古界期待仰韶大型墓葬的发现，希望由此获得仰韶人关于精神生活特别是信仰方面

更多的新信息。“在仰韶人通过彩陶表现的信仰图景中，我们还发现了日神与月神崇拜。仰韶社会

的神权制度，我们的认知还有提升的空间，如果深化了对彩陶意义的认识，对仰韶整体内涵的认知

也一定会有很大改观”。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说，灵宝盆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社会复杂化最早主

要出现在仰韶文化中期阶段，表明中原地区最初社会复杂化采用的是渐进型发展模式，为中国古代

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格调的奠定了趋向性基础。同时，仰韶文化中期的社会有明显分层，但贫富分化

不甚严重，差异主要体现在聚落也即社群之间，暗示该区域复杂社会的形成可能是血缘关系而非经

济等手段。



仰韶文化博物馆“镇馆之宝”小口尖底瓶备受瞩目。　孙自法 摄

　　“仰韶时代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庙底沟遗址第二次发掘领队樊温泉研究员指出，在与庙底沟文化同期的

周围诸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彩陶，并明显受到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所以说，庙

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

　　他说，庙底沟文化是中国分布范围最广、文化相似度最高、对后来文化影响最深的史前考古学

文化。三门峡庙底沟遗址早在仰韶时代庙底沟文化时期，就已初步形成聚落结构雏形。以庙底沟文

化为核心的地区，也成为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最核心区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利平副研究员介绍陕西近年来仰韶文化考古新发现说，高陵杨官寨遗址、

白水下河遗址、蓝田新街遗址、富平岔口遗址、西安马腾空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对仰韶早期有补

充认识，填补了仰韶中期聚落形态、社会发展上的空白，并丰富了仰韶晚期的聚落认知、建筑材

料、社会分化等考古材料。

仰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一处陶罐造型观景台初具雏形。　孙自法 摄

　　其中，以杨官寨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城市雏形的出现，男性作为特定遗传地位的确定，推动文明

化进程加速；蓝田新街、杨官寨等遗址体现的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分工的明确化，

为中国文化根脉研究提供考古学支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晓燕馆员说，灵宝城烟遗址考古发掘是继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遗址以

来，仰韶早期遗址又一次较大规模发掘，获取的大批遗迹遗物推动进一步认识仰韶早期文化特征。

城烟遗址没有集中的墓地，墓葬分布较散乱，大多无随葬品，为研究仰韶早期聚落的葬俗、人口结

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及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考古资料。同时，作为山区聚落，城烟遗址为

研究仰韶早期不同自然环境下的聚落情况提供了新材料。

　　“目前，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Ⅰ区和Ⅱ区)正在有序进行中，抢救

性考古发掘工作(Ⅲ区)已经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世伟馆员称，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第

四次考古发掘中收集的相关样品和标本，为多学科多技术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宝贵材料，也填补了

仰韶村遗址近百年来多学科研究的空白，将极大丰富对于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人类

生存状况的多方面了解。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分享到：

仰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一处考古发掘点。　孙自法 摄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张光辉研究员指出，山西离石德岗仰韶中期聚落遗址

以平底瓶、尖底瓶、敛口钵、夹砂罐、曲腹盆等为主要组合，流行五边形房址，属于典型的仰韶时

代庙底沟文化，年代上相当于仰韶中期偏晚阶段。该遗址发掘遗存组合丰富且明确，在仰韶中期遗

址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为分析这一时期一般家户生活用器与生产情况提供了典型案例。

　　距今约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种以彩陶为代表的史前文化，1921年10

月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并展开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按考古惯例命名为仰韶文化，

这是中国首个考古学文化名称，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近百年来，仰韶文化在全国有统计的遗

址已发现5200多处，主要位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分布范围覆盖9

省区。

仰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一处考古发掘点，考古人员正在对新发现的遗存进行发掘清理。　孙自法 摄

　　“考古学进入到国家文化建设层面，百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第二个世纪的大机遇。”在王仁湘

看来，中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和正源之所在，纪念和传播中国考古百年、仰韶百年，意义特别

重要，让公众通过考古了解先民的历史和他们创造的文化，弘扬华夏文明，是公共考古人和所有考

古人的责任担当。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国祥研究员表示，在仰韶百年和中国考古百

年前夕，考古界研讨交流仰韶考古发现与成果、共商仰韶文化研究与传播，既是对2021年中国考

古百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一次预演，也将推动中国考古特别是公共考古事业进一步发展，助力建设形

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图文转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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